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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中央一套白
天重播的是红军长征题材电视剧《伟大的转
折》，晚上首播的是《花繁叶茂》，巧合的是，两
部电视剧的总制片人、编剧都是贵州省文联主
席、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这两部电视剧可以说是欧阳黔森履职所
交出的答卷。

《花繁叶茂》讲述了枫香镇花茂村、纸房村
和大地方村等几个典型村寨的发展历史，聚焦
于它们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从贫困村到小康村
再到富裕村的种种变革。在精准扶贫思想的指
引下，这些村庄虽然都很贫穷落后，客观情况
不一，但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都能精准施策，
共同走上了“百姓富、生态美”的富裕道路。广
大农村脱贫致富既需要物质的改变，也有心灵
的蝶变，换言之，这个黔北农村新生的历程是
一部中国农民的心灵史诗。在《花繁叶茂》中，
似乎一切都可以找到答案。《花繁叶茂》这一剧
名令人心旷神怡，却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源自
村寨的名字花茂村。此村原名“荒茅田”，意指
贫困荒芜，新中国成立后改名“花茂”，含有花
繁叶茂的寓意，可真正做到名副其实的花繁叶
茂，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实现的。2015
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花茂村调研，很是
感概地说在花茂找到乡愁了。“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出自领袖之口，形象地成为
花茂的代名词。《花繁叶茂》电视剧将现实中的
花茂村搬上荧屏，进一步扩大了它在全国的影
响力，可谓新时代农村脱贫攻坚的缩影。

欧阳黔森常年在贵州不同地区走村过寨，
为了写好此剧，他曾长期深入花茂村体验生
活，有时一住就是数月。该剧编创与欧阳黔森
的报告文学、小说创作密切关联，其报告文学
《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与小说《村长唐
三草》是该剧思想与艺术品质的双核。

从同名报告文学作品出发进行对比与思
考，是进入《花繁叶茂》首当其冲的主路。花茂
村是贵州作为脱贫攻坚全国主战场取得重要
成果的典型代表，欧阳黔森在花茂村体验生活
多次，最先创作了反映花茂村脱贫攻坚的报告
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刊于《人民
文学》2018年1期。略为补充的是，欧阳黔森近
年创作的关于贵州精准扶贫题材的三个报告
文学，均在2018年《人民文学》不同刊期集中
发表，其他两个分别是《报得三春晖》和《看万
山红遍》，这三个报告文学均是习近平新时代
精准扶贫思想的集中反映和形象呈现，各自独
立又互相勾连。《花繁叶茂》电视剧在主题、情
节、片段上对此多有借鉴。

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讲
述的是贵州革命老区遵义花茂村的真实脱贫
故事。花茂村与苟坝村毗邻，同处大娄山脉腹
地，处于马鬃岭东边，是对中国革命史有着特
殊意义的小山村。除花茂村之外，报告文学还
涉及纸房村、保海村等自然条件更差一些的村
庄。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集
中呈现了农村“三改”、“四在农家”创建、高效
农业特产品的产销、乡村旅游的产业调整等乡
村新事物。围绕这些新事物，作者采访了枫香
镇党委书记帅波，花茂村第一书记周成军、潘
克刚，以及村里脱贫致富能手如母先才、王治
强等人，将他们感人的言行、事迹一一记录下
来，采取的是完全真实、可信、客观的方式。借
助报告文学这一体裁，欧阳黔森一方面将上至
党中央、国务院，下至贵州省、市各级政府的精
准扶贫政策一一梳理、落地，另一方面将扶贫
政策的执行者——乡镇和村支两委的基层干

部进行群像式书写。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基层干部的作用十分

重要。广大村民奔向幸福生活的奋斗与努力，
也如车之两轨一样不可缺少，生于斯长于斯的
乡村能人们在这片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上，也
赢来了历史的机遇。除此之外，村容村貌的勾
勒，统计数据的跃动，无一不是精准扶贫原则、
政策、举措的鲜活记载。比如，在花茂村除了通
水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水泥路成网状连通
着每家每户以及每一块农田之外，还通网络、
通天然气，有污水处理管网、电商、互联网+中
心、物流集散点。显然这些乡村现代化生活的
设施和条件，正改变着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
也改变着普通百姓的精神风貌。

隐藏在视野之外的小说《村长唐三草》，也
是探讨《花繁叶茂》电视剧的另一扇窗口。欧阳
黔森的短篇小说《村长唐三草》原发大型文学刊
物《山花》2012年11期。在小说中，桃花村地处
乌蒙山脉腹地，在摘掉贫困村的帽子过程中，村
长唐三草、村支书以及大学生村官是领头羊。桃
花村原来穷山恶水，有380多户，2000多村民，
村中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委会主任的职务是
个烫手的山芋没人愿意接。后来本名唐万财的唐
三草放弃工资多出数倍的民办教师岗位，经选举
全票当选担任村委会主任。从贫困村到非贫困
村，再到小康村，唐三草等村干部在生态发展、
果木种植、乡村旅游道路上苦干实干，化解矛
盾，终于梦想成真。唐三草等基层村干部形象和
个性特征，在电视剧《花繁叶茂》中或利用，或改
装，或借鉴，很多艺术元素得到了充分汲取。

立足同名报告文学和小说《村长唐三草》，
充分调动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丰富素材，重新
分解、整合、融通，在深度糅合交汇上做大文
章，是欧阳黔森创作并改编电视剧《花繁叶茂》
得以成功的保证。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
报告文学和小说的内容对象、思想主题、事件
性质等核心要素没有改变，但因为报告文学本
身情节、故事较少，该剧对小说的融入较多，对
自己其他作品的融入也较普遍。在剧作中，人
物身份、个性、衍生故事上有较大改变与包装，
整体上对镜头、画面、声音等视听元素进行了
提升。在性别叙事方面，电视剧《花繁叶茂》中
花茂村的第一书记改为女性角色欧阳采薇，而
王隆学、赵子奇两位男性第一书记则分别来到
纸房村和大地方村，起到了映衬、对比、丰富的
作用。在花茂村，第一书记和村长的互补式搭

配成为亮点：一是村长唐三草有丰富的基层经
验，鬼点子多，能说会道，但眼界不高，见识有
点浅；而第一书记欧阳采薇是农委干部驻村，
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不是来镀金的而是想干
一番事业。在性别、学识、年龄等诸多方面，两
人就形成最佳搭档，成为花茂村村支两委合作
向前的内驱力量。其次，电视剧《花繁叶茂》的
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细节片段等并不全是报
告文学和短篇小说的原有内容，而是有机地糅
入了其他内容，呈现出开放、综合、补缀的特
征。《花繁叶茂》在主题上是全新的，在脱贫攻
坚的过程中，矛盾重重，困难重重。但剧本没有
回避这一蜕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涉及
了当前农村贫困与民生等重大问题，比如外出
打工、农村空壳化、“三改”、土地流转、产业调
整、移民搬迁、乡村旅游等，这都是一场接一场
的硬仗。正是这些农村脱贫攻坚当中的大事，
引发了农村在自然风貌、生活习俗、贫富形态、
人心思想的巨变，各种矛盾也由此发生。编剧
为达到这一目标，成功塑造了几类人物形象：
一是有血有肉的年轻扶贫干部形象，各级政府
从县到乡镇到村组，基层干部都在精准扶贫中
不断锻炼和成长，像枫香镇党委的石晓峰、高
立伟，像欧阳采薇、唐三草、赵子奇、王隆学等
人便是。特别是三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和村
长，性格、经历和才能各不相同，具有典型性。
二是对农村农民的塑造，新农村建设面临产业
变革的阵痛，农民们多半有各种缺点。除了这
些基本元素之外，全剧在塑造人物上也有贵州
部分劳模典型的影子存在，比如大地方村老支
书身上就有黄大发开渠的一些事迹，编剧在这
里进行了灵活、机动的调遣。

《花繁叶茂》全剧以枫香镇的三个村为对
象，涉及的扶贫思路、方式各不相同，但习近平
总书记执政以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的理念是相同的。譬如，同步奔小康的目标一
致，从输血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对贫困户建档、
立卡，进行产业支撑也是一致的。每一个村都
有第一书记和村长，不脱贫不离手，自然形成
多维对比，覆盖了不同类型的村庄。这样就回
避了直奔主题或机械读解相关政策的弊端，体
现了精准扶贫的精神。

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
这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电视剧《花繁叶茂》的
播出和传播，必将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书
写者与见证者。

《《花繁叶茂花繁叶茂》：》：

新时代农村精准扶贫的历史影像新时代农村精准扶贫的历史影像
□□颜同林颜同林

1950年4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解
放海南战役。2020年4月20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播出电视剧《天涯热土》。《天涯热土》是庆
祝海南解放70周年，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作品。它的篇幅和体量，是前此关于
海南的故事所未能企及的。看《天涯热土》，再
听海南讲故事，多有沧桑之感。

在新中国影像艺术所营造的大众文化记忆
中，海南的第一个故事是由1961年的电影《红
色娘子军》讲述的。这个印象如此深入人心，以
致在去年的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里》，70年代
末的北京小学生肖战还在模仿洪常青英勇就义
的场景。这部电影连同70年代的歌曲《我爱五
指山，我爱万泉河》，一同将海南的椰林、山河与
红军的故事联结起来，在吴琼花站起来的故事
后面，红色中国也正在站立起来。

《天涯热土》片头曲起始的旋律变奏于歌曲
《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是1979年影片《海外
赤子》的主题歌，每当有国庆纪念活动举办，这
首歌常常回旋于歌唱祖国的和声之中。在《海
外赤子》里，华侨、咖啡、橡胶、胡椒、老场长与拨
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一同构成了海南故
事新的一章。它和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
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将海南的形象推进到
富起来的浪潮潮头。

2010年在庆祝海南解放60年之际，电视
剧《解放海南岛》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风
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海南战役的全过程。2012
年12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了七集纪录
片《海之南》，从7个专题介绍了海南岛的地理
自然与人文化成。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8
集电视剧《天涯浴血》，描写海南琼崖纵队在党
的领导下坚定理想信念，保持红旗23年不倒的
光辉业绩。2018年10月，二集专题片《潮起海
之南1988-2018》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从国际
旅游岛到海南自贸区、自贸港，从南繁育种基
地、文昌航天发射基地到深海探测基地等等，今
天的海南已经处于国际化、科技化、创新化的前
沿了。

从《海外赤子》到《潮起海之南》呈现出的影
像景观来看，海南的发展已是沧海桑田。从《红
色娘子军》诞生的上世纪60年代到党的十八大
以来海南故事的讲述频次来看，加速已经非常
明显。可以说，海南雄厚了，海南的讲述也日渐
丰厚了。《天涯热土》是讲述海南故事的新篇章。

《天涯热土》以“天涯”命题，即已表明了故
事的地域所在。而海南的新故事从何讲起，则
不仅是海南故事能否写出新意的枢机，也是海
南独特性能否得到凸显的关键。扎根历史、立
足海南、适合国情，本剧创作者选择以橡胶种植
业为落墨处，是独具慧眼的。剧情开篇就让三
二五营接管乐安胶园，且由沈丹宁引路，继而开
展军垦，实施橡胶战略计划，通过爱国华侨引进
优质胶苗，同时进行反特斗争，这一系列行动，
将海南物产的独特性、战略地位的独特性、对敌
斗争的独特性及当时社会阶层构成的独特性都
凸显出来。海南形象鲜明地树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是从
落后的农业国一步步迈进工
业化、商业化阶段，再走进信
息化社会的。《天涯热土》这
部“三部曲”式的年代剧，也
是按照与国同步的发展轨迹
来结构海南故事的。在完成
了50年代海南军垦转农垦
的故事后，作品的第二部分
展开于改革开放之初，国营
红丰农场开始了适应市场经
济体制的改革。在这段剧情
里，职业经理人、多种经营和
承包责任制、股份制、引进外
资等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新事
物、新举措纷至沓来，曾经的
光荣传统与新的历史进程发

生了剧烈碰撞。红丰农场经历的这些转型阵
痛，在其他改革开放题材中也有表现。但旅游
业的开发和房地产业的巨大诱惑，则是陈继胜
等在酝酿海南建省之前就要率先面对的。

《天涯热土》的第三部分故事发生在2018
年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起步
之初。以陈俊文、林思远为代表的“垦三代”，及
其身后的海垦集团、艾斯资本，在海南大宗商品
交易中心这个舞台上，围绕着橡胶期货、投资、
定价权与橡胶科技控股权展开了一场涉及零和
还是共赢、立身还是利国的冲突。因为本剧的
创作时间距离2018年海南自由贸易区设立尚
近，留给创作者观察思考的空间太小，故而剧情
中的矛盾略显简单、矛盾的解决也略显仓促。
但它所触及的问题，是先行一步的海南在未来
自贸区和自由港建设中将要面对的问题，甚至
可能更尖锐、更复杂。未来可期，未来可为。

电视剧《天涯热土》讲述的三代海垦人70
年奋斗故事，对应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它将海南的故事，从海
南岛时期讲到了海南自贸区时期，是海南故事
体系中新的篇章。作为一部行业史题材的年代
剧，《天涯热土》尝试着用断代式的角色体系设
计，通过阶段性故事，来结构具有连续性的历史
过程，这就造成三个部分之间人物与事件均呈

“失联”的结果。为了弥合上下文、左右人之间
的粘性而使用的情感戏，也因彼此之间感情的

“基础不牢”、前情无着，所以虽用得很多，但三
代恋情略显雷同。

《天涯热土》留下的遗憾，是讲述未来海南
故事更进一步的借鉴。随着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港的稳步推进，关于制度创新、解放思想的海南
故事正等待更多影视工作者深入挖掘以及流畅
密实的书写。

“你有一份来自国宝的六一特别礼物，请注
意查收！”

6月1日18：00，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
话》在线“开课”，开展了“送给青少年的一堂课”
直播活动。该活动链接国宝与青少年，通过线上

“听课答题”的直播互动，以及上传和国宝相关的
创意视频，大家一起回复国宝“留言”，共上一堂
中华文明公开课。

这堂干货满满又新颖有趣的国宝直播课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参与，“大朋友”“小朋友”
拼手速抢答，与国宝们“亲密互动”。来自北京、
上海、江苏、四川、云南、新疆等地的孩子们更踊
跃上传了各种充满童趣的回复视频，争当国宝

“推荐人”。该活动在青少年的心中种下了文化
自信的种子，让国宝“活”了起来。

送给青少年的一堂课：
知识点满满 趣味性十足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这句温暖新奇的开场提示被网友们笑称为“听
完耳朵会怀孕”。《如果国宝会说话》“送给青少
年的一堂课”也通过回复“国宝留言”的线上互
动直播方式别样“开课”，让全国青少年通过“听
课答题”超链接文明时空，放飞孩子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这堂课在央视频、央视新闻、中国文博微博、
新浪微博纪录片、CCTV9纪录微博、CCTV电视
剧微博、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优酷以及哔哩哔

哩等平台同步直播，总台主持人冀星化身“国宝
提问官”在线提问。“我们的这堂课，全是来自国
宝的知识点。我作为国宝提问官，将通过短片的
方式，向屏幕前的大家提出来自《如果国宝会说
话》的小问题。”诸如“鹰顶金冠饰——能戴它的
是什么人？”“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犀牛的造
型为什么渐渐地不再被工匠使用？”“陶鹰鼎为什
么成了有胖胖腿和肌肉萌的鹰？”“人头壶为什么
会哭？”“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孔子和老子见面
在聊什么？”等趣味国宝问题令人脑洞大开，吸引
广大青少年刷屏“作答”。

90分钟的“国宝课堂”直播中，“小同学”、
“大同学”与主持人的互动评论不断刷屏。比如
素纱单衣——为什么现代人无法复原素纱单衣
的重量？三个答案可供选择：A手艺失传；B原

材料停产；C蚕宝宝变胖了。很多
同学都被这道题难倒了，知道正确
答案后纷纷大呼“涨姿势”、“太意
外了”。

在线答题火爆，知识点满满。
而通过央视频“交作业”的众多国
宝“回复”中，也是妙趣横生，让人

耳目一新。奶声奶气的童音版国宝开场提示，
神还原的“人头壶”真人演绎，羞涩可爱、惟妙惟
肖的汉代小女俑，一曲儿童高音“欢乐颂”献国
宝，多国语言呈现“如果国宝会说话”，二次创
作、帅气十足的二次元“跪射俑”，更有小朋友亲
自上阵充当讲解员，为父母绘声绘色地介绍“曾
侯乙编钟”“素纱单衣”等国宝。而描绘人头壶
的那句“六千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
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更是被孩子们奉为金
句，争相背诵。

上传的视频中，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
造力，他们画唐俑、做太阳神鸟金箔、在何尊里找

“中国”、在甲骨文中找姓氏、跟着河图洛书玩数
独，用童趣和多元的创意向《如果国宝会说话》倾
情表白。

参加活动的孩子们纷纷留言，有小朋友说，
“我感觉自己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它不再遥远
了”、“我在何尊上找到中国两个字的时候，感
觉特别自豪”、“长信宫灯让我知道了古人都知道
环保，我们更应该注重环保，让祖国的天更蓝、水
更清”。

《如果国宝会说话》“送给青少年的一堂课”
通过活泼生动的课堂讲述，让青少年既能平添求
知乐趣，提升审美格调，又能窥斑见豹，去自发地
探索中华文明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人文精神和情
感寄托，这场探究式的学习让孩子们的思维角度
更加多样化。

开创“文化教育”新模式：
与众不同的“融合课”

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由中宣部推
动，国家文物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策划实
施，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制作，每集用5分钟
时间讲述一件国宝的故事。片中每一件文物都
作为一个时代的坐标，标记出了中华文明在历史
时空中走过的痕迹。以文物传播文化，以文物梳
理文明，构建中华文明视频索引。

而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如果国宝会说话》
“送给青少年的一堂课”正是想让国宝走近青少
年，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中华文明视频索引的概
念，在文明和教育超越时空的合作中开创出一种
新的文化教育模式——“融合课”。

之所以能开这样的课，正是因为《如果国宝
会说话》本身就是一套“融合课”。它融合了考古
学、历史学、文学、工学、力学、材料学、天文学等
学科知识，文明和智慧由此从祖先的心里抵达至
我们的眼前。

龙山蛋壳黑陶杯为什么叫蛋壳杯？曾侯乙
编钟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现代人无法复原素
纱单衣的重量……这些基于文物特点和孩子兴
趣的问题寓教于乐，符合当下的新教育理念，让
孩子们快乐体验到原来历史课还可以这样上，这
样的“融合”大大激活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创
造力。可以说，《如果国宝会说话》“送给青少年
的一堂课”，开放新型空中课堂，通过对国宝生动
化、可视化、立体化的诠释，让全国的青少年直观
感受到了具象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擦亮了青
少年文化自信的底色。

据了解，《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将于近期
开播，从魏晋南北朝到唐的25件国宝将依次亮
相，向观众生动展现“开放”“包容”“盛大”的时代
气象。在课堂上对第三季殷切期盼的“大朋友”、

“小朋友”将再次迎来一个收获季，因为让他们受
益匪浅的国宝“融合课”名单又长了哦。

（黄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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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宝会说话如果国宝会说话》》六一六一““云开课云开课””

青少年听课答题争当国宝青少年听课答题争当国宝““推荐人推荐人””


